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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汕头“华侨板”挂牌企业达到372家，意
向融资58.1亿元，去年9月敲响的“华侨板”开启了
侨商投融资的崭新局面。汕头“华侨板”的创立是国
内深度吸引和利用侨资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中国对
侨商的政策不断优化，服务全面升级，从关注侨商资
本总量向注重质量转变。全国各地为侨企量身打造投
资环境，多元渠道挖掘侨资潜力，侨企在国内投资之
路越走越宽。

遍地开花旺侨企

随着中国商机越来越多，内地需要资金和海外的
信息网络。而海外市场的缩小导致侨商在海外发展遭
遇瓶颈，欲寻求更大的投资空间。

投资故土，实业报国。近年来，在广东、福建与
深圳等地侨企投资的红火势头，提振着中国侨商的投
资信心。无论是投资总量，还是各行各业的多元投
资，中国侨企的投资潜力不可小觑。

始于侨，成于侨，依托侨力资源让广东各地经济快
速腾飞。作为侨乡资源最丰富的广东省，去年侨资企
业总数超过 5.8万家，占全省外资企业总数的六成多，
累计投资超过 2000 亿美元。单就江门市去年就有 76
个涉及投资金额268亿元人民币的侨商投资项目。

深圳的侨商投资前景也不逊色。深圳籍的海外侨胞
有近50万人，目前在深投资经营的侨资企业近1.5万家，
投资总额达200多亿美元，占深圳外资企业的70%以上。

而福建抓住自贸区与“海丝”商机，海外闽商乘

着中国经济发展快车“走进来”。据悉，厦门市去年
吸引 1900 多家侨企入驻，侨企投资总额近 200 亿美
元。福建泉州台商投资区引导海内外侨商回归创业，
涉及总投资超5亿元人民币。

面对当前的侨商投资趋势，全球顺商联合会秘书
长、顺德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佘永亮接受本报采访时
表示，“随着中国经济与国际不断接轨，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下，中国内地市场具有巨
大的吸引力。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与经济体量，是吸
引侨商回国投资的有利条件”。

如何让侨商走进来，双边搭桥是关键。

多元举措汇侨资

要让侨资走进来，并且留得住，多元渠道的通力
合作，让侨企投资之路更加明朗，避免陷入死胡同。

以侨为桥，搭台唱戏，信息沟通，共寻商机。近
年来，由各地政府领头创办的侨商交流活动，让信息
沟通更加通达。近日，第二届“侨交会”举行，38个
国家侨领互换回国投资信息。上海“上交会”从近
200家侨资企业中，遴选出30家高科技企业展示侨资
企业最新科技成果。深圳借“文博会”东风助力传统
侨资企业转型升级……

此外，立足区位优势，各地竞相挖掘特色侨务资
源。瞄准东南亚侨商的东盟商会、依托本土资源的福
建闽商大会也在如火如荼开展，促进人才、资本与项
目的深度对接。全国各地投资环境推介会在海内外奔

走宣传，侨企投资热度不断升级。
各地建立试验区，为侨企量身打造投资环境，搭

建服务平台，产生聚合效应。近年来，广东汕头市建
立华侨试验区吸引侨资，目前已有 2000 多家企业在
试验区范围内注册，注册资本总额达200多亿元，聚
合效应初步显现。无独有偶，福州自贸试验区将 150
万闽侨胞力量作为后续力，以侨商领衔 25 个国家馆
而闻名的福州海丝商城，展现了“自贸区”叠加“海
丝”的利好，给侨商们带来“闽字号”发展机遇。

针对侨企出台具有“侨”特色的支持政策措施，
精准定位、紧跟热点，才能将侨资潜力转化为生产
力。立足于具有侨资背景的外商投资企业，“华侨
板”的设立拓宽了汕头试验区侨资企业的投融资渠
道，打造潮汕版的“陆家嘴”。紧随“互联网+”“跨
境电商”等产业热点，“中国侨都”江门建立全国首
个跨境电商，让侨资企业开展进出口贸易更便利。

将心比心，了解侨商诉求，吸引侨资之路才能走
的更远。

维护权益聚侨心

“假如把投资创业看作一驾充满希望的马车，我
们要鼓励侨商上车，还要让他们上车后坐稳。”国务
院侨办副主任王晓萍近日表示。

“让侨商真正留下来，不仅需要让侨商感觉有钱
可赚，投资环境安全也十分重要，营造适合侨商投资
的软环境是关键。”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兼华
侨华人研究院执行院长曹云华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法治环境，政府办公效率、政策的稳定性、劳动
力与人才资源等，成为掣肘侨企投资的软性因素。

“侨资企业刚刚进入中国常面临环境上的“水土不
服”，让侨企落地生根困难重重，政府需要更加主动
地对接。”佘永亮强调政府服务态度。而粤籍侨商林
理德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投资环境有利可图是侨
商最看重的因素，但目前，法治环境建设不够，有时
依靠人情关系办事，让侨商无法适应”。

近日，在由国务院侨办举办的“为侨资企业服务
网上活动月”上，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权威律师
庞正忠表示，商业秘密保护不到位是侨企投资入驻内
地面临的普遍问题，商业秘密一旦泄漏，竞争优势将
消失殆尽，需要真正保护侨商的权益。

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全国各涉侨部门越发重视回
流侨资的服务保障，各类关怀服务推陈出新让侨企感
受“娘家”温暖。据报道，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从海外
带来资金和技术的侨企先驱者，深圳市通过专题调研
侨资企业的转型升级状况，嘘寒问暖上门服务，通过科
学研究、培训教育与商务运营让传统行业的侨企华丽
转身，再焕生机。浙江省侨商会每年组织开展“访侨企
送服务”活动，帮助企业在融资、项目审批规划设计等
方面解决问题。泉州推行项目专人服务、“24 小时 7
天”服务承诺制也让未来的侨资之路更加人性化。

“什么水果最没有时间？”
“那是芒果。”祖籍福建晋江的17岁菲律宾华裔青少年许翔

启，“炫”出了自己新想出来的“冷笑话”。他是“中国寻根之
旅”菲华青少年夏令营的营员。通过这段跨越千山万水的汉语
学习之旅，他的中文水平上升很快，同时也掌握了不少文字的
文化内涵。

因此于他而言，这样一趟“寻根”之旅，其实就是一次回
乡之旅。性情活跃的他常常根据新学的内容，加上自己对祖籍
地文化的切身感受，创作出一系列“中国风”冷笑话。

2016“中国寻根之旅——菲律宾华裔学生学中文夏令营”4
月 1 日在福建泉州师范学院宣告开营，1149 名菲华学生在泉
州、厦门两地，五个学校开启“寻根之旅”。据介绍，从2001年
至今，菲华商联总会永远名誉理事长陈永栽已连续16年总计资
助逾 1.2 万名菲华学生回到故乡福建参加为期 50 天的中文夏令
营。

这批青少年回到祖籍地，通过游览当地人文景点、体验传
统文化、学习汉语课程，切身感受“乡愁”。为了能够更快学好
中文、了解祖籍地文化，许翔启等青少年在课余时间尽量与上
课的中国老师一起玩，结交中国朋友，感悟“中国风”。

由于父母重视，许翔启5岁开始在当地华校学习中文，可是
由于缺乏交流环境，他的中文谈不上好。这是他三次参加这个
夏令营，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中文水平在进步。

行走泉州的大街小巷，许翔启也开始迷上中国水墨画、书
法等传统文化。看到他的一系列转变，许翔启远在菲律宾的父
母也表示吃惊。

落地泉州师范学院的夏令营第四团团长陈春桂表示，这批
华裔青少年不少祖籍是福建，他们的家庭还保留有闽南方言环
境。或许是由于长期浸淫在中文环境里，他们进步很快。

“我回菲律宾后，一定要练好普通话。”在夏令营临近结束
的日子，许翔启颇为感慨，他为父母亲手挑选中国元素的首
饰；而他已经交了不少中国朋友，他也迷上了故乡的小吃。“土
笋冻等还有着熟悉的味道。”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陈春桂已经带队八年了，看着
孩子们一年一年返回祖籍地，她感触颇深，对这些孩子以后的
就业而言，学好汉语很重要；如今回到祖籍地学习中文，除了
领略祖地风光，也能对中国文化有较为深刻的了解。

15日上午，泉州师院的夏令营第四团与中国当地小朋友展
开互动，一场以“手拉手”为主题的活动正在举行。除了互赠
折纸爱心外，他们还为对方表演了节目，展现两地情谊。

由于常看中文小说，14岁的苏筠艳的语言水平超出同龄的华裔
青少年。在与当地学生的交流活动中，热爱剪纸和中国结的她，也迅
速与当地小朋友开心互动起来。苏筠艳称，在夏令营空余时间做一
些中文相关的小游戏，也是很好的休闲。 （据中新社电）

寻根旅 乡愁味
廖 静 文/图

图为菲华夏令营的营员与中国当地儿童一起体验折纸。图为菲华夏令营的营员与中国当地儿童一起体验折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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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地 时 间 5 月
14 日，有加州“小
上海”之称的蒙特
利公园市举行“建
市百年嘉年华”系
列庆祝活动。中国
的广州市白云区、
番禺区、泉州市、
铜仁市等友好城市
均派代表参加，见
证这个华人居住集
中的多元文化城市
百岁生日。

图为蒙特利公
园 市 建 市 100 周
年，50 多支游行队
伍参加庆祝活动。

中新社发
卢 威摄

加州华人庆祝蒙市建市一百周年

百家海外华媒人在京研修
中新社电 第十四期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5月16日在北

京开班，来自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的97家华文媒体的103位负责
人和骨干编辑、记者参加研修。中国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谭天星，中
共北京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戴均良等出席开班仪式。

谭天星指出，作为侨社“三宝”之一，华文媒体扎根当地，为增
进所在国对中国的了解及中外友好往来等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希
望通过此次研修，海外华文媒体能更了解中国，发挥自身优势，推
动当地侨胞参与建设“一带一路”，为沟通中国与世界作出更大贡
献。

浙江侨界名医送医下乡
本报电 据浙江侨网消息，近日，浙江省外侨办、致公党浙江

省委会、宁波市侨办组织省专家医疗队到余姚鹿亭乡，举办了义诊

活动，同时开展了“侨法进乡村”宣传活动。
在义诊现场，浙江省专家医生们开设了全科、口腔科、内分泌

科、皮肤科、肾内科、耳鼻喉科、中医推拿科等门诊，为当地村民提
供医疗服务。在半天的时间内，医生们为当地100多名村民进行常
见病和慢性病的检查、诊断和咨询，并为患疾村民提供了诊疗方
案，受到了广泛好评。同时，通过侨法展板宣传和赠阅侨法册子、
涉侨图书等方式，进行“侨法进乡村”宣传活动。

广东侨办访问墨西哥侨团
本报电 据广东侨网消息，近日，广东省侨办一行5人访问墨

西哥城。
访问团拜访了墨西哥中华会馆、墨西哥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

会、墨西哥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墨西哥中国人总商会等社团，并
与华侨华人亲切交流。广东省侨办负责人表示，在墨华侨华人社
团和乡亲支持当地和广东家乡建设，为推动广东和墨西哥友好往
来和合作作出了贡献，她希望广大华侨华人能一如既往关注和支
持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做好广东形象的宣传者，进一步推动广东和
墨西哥在各个层面的交流合作。

侨 界 关 注

侨 情 乡 讯侨 情 乡 讯

据一家国际房地产顾问机构公布的数
据显示，2015年新西兰已经成为世界上房
价增速第二的国家。2015年新西兰房价涨
幅达 14.2%，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世界房价
平均涨幅只有3%。

有趣的是，去年，新西兰工党根据房
产交易中“听起来像中国人的姓氏”，推
断并宣称，奥克兰 39.5%的房产被中国人
买走，并断言这是“海外来的钱”。这一

“发现”曾经引起轩然大波，把新西兰所
有华人推到了风口浪尖。

近日，据新西兰当地媒体报道，新西

兰土地信息管理局公布了一项海外买家购
房数据。该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海外买
家购买的房子仅占不到 1%。根据最新统
计数字显示，工党的推断显然是错误的。

当我们在探究原因的时候，一份由新
西兰亚洲基金会公布的《新西兰人亚裔感
知力报告 2015》 报告显示，47%的受访对
象认为新西兰接受了太多来自亚洲的投资

（2014 年持这种观点的人为 41%），有 48%
的人认为亚裔族群应该对当下房价飙升负
责 （2014年为39%）。

从这些数据中看到，新西兰人似乎对

亚裔，尤其是华人在房价上涨方面有着天
然的“感知力”，然而通过数据人们发现这
种“感知力”似乎并不可靠。为什么华人会
成为当地推高房价的“替罪羊”呢？

在一期当地新西兰的电视节目中，几
位当地的华人针对这个问题接受了采访。
他们认为以姓氏来区分是否是中国人或者
亚洲人买的房子，这首先就不够准确。其
次，奥克兰的房地产供应量确实不足，因为
供求的失衡，也使得许多卖家以高价出售房
产。但必须承认的是，中国人的传统是父母
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孩子给予资助，这也使得
中国年轻人的购房率看上去高一些。

新西兰华人之所以成为“替罪羊”还与当
地的政治和媒体有关。据法媒称，新西兰总
理约翰·基也曾指责反对派工党对中国投资
者抬高奥克兰房价的抨击是“垂死挣扎”。梅
西大学种族关系专家保罗教授也表示，通过
查看资料显示，来自亚洲的投资比澳大利亚、
美国和英国少很多。因此，政客和媒体应该
对华人抬高房价这一偏颇说法负责。

作为新西兰国会唯一的华人议员，杨
健认为，在推高房价事件中，华人成为新
西兰工党进行政治炒作的牺牲品。他们应
该出面向华人道歉。

新西兰华人成高价房“替罪羊”
孙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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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5日，广东金融高新区股权交易中心“华侨板”汕头运营中心开板。
中新社记者 崔煜坤摄


